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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精神·编辑智慧·编辑定位

———读《倾听书海：好书背后的故事》有感

吴　健　敏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３２５０３５，浙江温州

　　每一本好书背后，都会有很多故事。《倾听书海：
好书背后的故事》讲述的是编辑的故事。从在炮火中

孕育的文化工程《新华字典》讲起，其时间跨度为 ６０
年，但重点是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出版的好书的故事。本
书可以说是一个出版“智囊”，读后可以让编辑同人从

中汲取养料，更好地掌握编辑工作的规律，进入出版的

自由之境。

１　编辑的精神

　　文化使命感是编辑的出发点，也是出版的原动力。
阅读本书中的故事，除了学到编辑眼光、编辑艺术、编

辑技巧之外，更能感受到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编

辑精神。

该书开篇第一个讲述的是《新华字典》背后的故

事。《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

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小型汉语字典，到２００８年底止，
已经出到第１０版，印行逾４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
的工具书。新中国成立后，民众迫切需要一部贴近实

际、方便学习的工具书。叶圣陶、魏建功等奠基者，怀

着语文革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服务的满

腔热情，为国人留下了这部小书。成书背后的艰辛，无

需赘言。首版字典策划者叶圣陶曾修书一封，恳请当

时的北大主事者撤销魏建功教授中文系主任一职，以

使魏得以“无官之身”投其帐下，担任字典主编。由于

时间紧，年过半百的魏建功教授常常将稿子带回家审

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尽义务。字典的

出版一延再延，反复地征求意见、修订，连叶老自己也

挥笔上阵，对字典的初稿和修订稿逐字逐句推敲，“有

些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编撰之事确亦至

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欲求

精审，谈何容易”［１］。个中滋味，叶老深有体会。

好书背后，体现着编辑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

出精品不罢休的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把自

己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上”。遗憾的

是，这种文化人的使命感，这种精益求精，肯下苦功的

精神，如今已渐行渐远。有出版评论家指出：“今天的

编辑不再具备这种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和下苦功的精

神。”有些人甚至认为，今天的编辑什么都做，就是不

做编辑工作，“新一代的编辑轻视文字编辑工作和书

籍制作上的细节，而出版业所有权的日趋集中和竞争

愈演愈烈，使得出版社面临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的压

力，不再重视书籍的制作水准”。美国一位自由接稿

的文字编辑罗杰斯指出：“几年之前，你很少会在一本

书里面看到排版上的错误，现在随便拿起一本书，里面

都充满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错误。”［２］

与图书相比，期刊、报纸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不

久前，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１００种中文核心期刊的英
文摘要抽检结果，其中只有１５种合格，不合格的有８５
种。１００种期刊英文摘要的平均万字差错率为
８２３５［３］。上海市新闻出版局２００９年组织几十位专家
对上海６０７种期刊和９７种报纸开展了全面的编校质
量检查，结果显示：差错率在２／万以内的优秀报纸达
２６种，约占检查总数的２７％；优秀社科期刊４７种，约
占检查总数的１９％；优秀科技期刊４３种，约占检查总
数的１２．１％［４］。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周围的报纸、期

刊，能达到差错率低于１／万的，真可谓凤毛麟角。“无
错不成书”甚至成了一些编辑自我宽慰的口头禅。如

果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大为愤慨。

２　编辑的智慧

　　正如本书主编郝铭鉴所言：一本书能否站得住，主
要靠作者的智慧；一本书能否打得响，则主要靠编辑的

智慧。解剖每一本好书，你都能发现编辑的投入，编辑

的贡献。一个称职的编辑，要敏锐地捕捉市场需求，准

确地把握阅读心理，还要巧妙地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

坚定作者的写作信心，铺设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桥梁。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编辑工作的内涵也在不断

扩大。美国著名的出版人柯蒂斯指出，“今天的编辑

和老一辈编辑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

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促销、广告、新闻发

布、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

的编辑技巧。”编辑扮演了许多角色，其中包括策划

者、协调者和督促者。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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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被编辑逼出来的书，该书成文于几个月之内。

写作不是赵的强项，在接受编辑的约稿后，他曾尝试过

口述的方法进行创作，总共录了１６盘磁带，整理后有
１０多万字，但没有一页能直接变成铅字。该书的责编
陈军从上海二上北京，与作者一起反复交流、商讨，为

该书构建了框架，分岁月篇、随感集、谈艺录３个部分，
并拟出了近１０篇文章的题目。编辑陈军第３次上北
京，“逼”老赵写稿，头一天晚上老赵写稿，第２天陈军
就编辑处理，２人相互督促，齐头并进。“催人上轿”，
也可算是编辑一功。有多少好书、好文章，往往是由编

辑逼出来的！

３　编辑的定位

　　编辑要根据图书性质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编
辑专业图书时，凸显的是编辑选择、判断的能力和表现

专业性内容的能力；而编辑大众出版物时，显示的是图

书出版专业能力与市场意识的有机结合。以小“故

事”讲大历史取胜的《话说中国》一书，成功的重要前

提即在于出版人定位明确，将专业历史知识转化为读

者所能接受的形式，把专家的研究成果与大众的阅读

兴趣结合起来，从而在史学专家和广大读者中间架起

一座沟通的桥梁。

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的策划同样可圈可

点。该书编者始终尊重读者的知情权，满足读者的认

知欲，为此，甚至把自己的编辑理念有意识地收敛、隐

藏了。这种看似没有立场的编辑理念正是编者的用心

所在，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体系中，编辑引导读者完成了

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这些以生活化、日常化的格调呈

现出来的思想，是在纪实的基础上表现的平民情怀和

哲学思考，这就满足了文化的诉求与认同。另一方面，

该书充分考虑了大众的接受心理，使之符合流行的口

味。它非常巧妙地进行“名人炒作”和私人化展现，读

者在这里找到了可以作为街谈巷议之资的历史。正是

这种特殊的定位与追求，使得《老照片》的问世，引起

了媒体与业界的关注，并引起出版界大规模的跟风。

《谈美书简》一书的责编郝铭鉴回想当年的编辑

历程，最大的体会是：编辑要有“站位”意识。作者进

入写作过程前，编辑要站在作者的前面，激发作者的写

作欲望；作者进入写作过程后，编辑要站在作者的后

面，做作者的精神后盾；作者完成写作后，编辑要站在

作者的对面，用批判的眼光帮助作者把关。这些体会

多么深刻！做书如此，做杂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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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版有限 网络无限：参加第１届亚太数码杂志国际会议有感

刘　冰　　袁桂清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国际期刊联盟主办的第１届亚太数码杂志国际会
议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以专题演讲
和座谈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信息丰富，侧重数字化

实践，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世界期刊数字化现状与

发展趋势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借鉴信息。会议主题是

纸媒体与数码科技的结合以及如何建立全新的盈利模

式。阅读习惯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必然要求科技期刊编

辑出版生产流程、传播载体、信息内容的数字化。数字

出版能有效提升传统出版的及时性、互动性和个性化

服务，并实现相应的盈利模式。

当前，医学期刊在数字化环境中应该更加注重品

牌延伸和集团化发展，依据一次采集、多次和多元组合

发布的数字化出版特点，在统一的构架下逐步建立相

应的内容采集、协同编辑、内容展现、资源管理、增值服

务平台以及适应多种终端的内容数据库，结合不同数

据库的内容和功能，在业务链上所处的环节设置相应

的编辑部门。重视消费者消费渠道和消费需求的变

化，培育并拥有自己的网站读者和社区，依托高品质用

户和潜在读者，开发多元的电子盈利模式。最终，利用

数字技术创造独树一帜的差异化产品价值，利用集团

化的成本优势实现在线战略。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并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医学期

刊应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交流合作达成更多的共识

和共赢，逐渐接近并达到国际期刊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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